
225

2024 年第 6 卷第 3 期

教育论坛

课程教学

巧用问题式教学，构建高效初中物理课堂
王卫平

（泰州市姜堰区张甸初级中学，江苏 泰州 225300）

摘要：初中物理知识体系非常庞杂，而且教学和知识之间的整体联系是非常强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学生对知识的需求，

而对学生的发展还起到了阻碍作用。问题式教学就是将教材中的知识点以问题的形式展现在学生眼前，让学生在探索问题的过程中掌握

知识并提升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基于此本文巧用问题式教学构建高效初中物理课堂，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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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要

坚持问题导向，学习关注的、有疑问的问题其实也就几大类，要

把这些问题掰开了、揉碎了，深入研究解答，把事实和道理一条

条讲清楚。”在思政上如此，其他学科更应该像这一方面靠拢，

若初中物理教师在讲课过程中采用问题式教学，不仅可以增强物

理课堂的趣味性，也能使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

一、“问题式”教学方法的意义

1. 教师往往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在题海中不断

丧失信心，这对于学习兴趣的提高和学生知识的吸收都是无意的。

如何使课堂形成一个学生自主探讨，遇到问题主动进行思考和遇

到困难向教师或同学寻求帮助的氛围，这些都需要教师通过启发

式教学才能得到。相比于之前单方面的知识输出，现在这样学生

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新的互动将会使沉闷的课堂氛围得到有效

的改善。

2. 初中的学生正处于叛逆期，教师的一言一行在学生心中都

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是很难进行把握

的，而且初中学习压力也比较大，与教师沟通的机会也是不多的，

如果还是采用生硬的教学方式，只会把教师与学生的距离拉的越

来越远，所以应该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如何拉近与学生的距离，

教师需要把重心与主体放在学生身上向学生提问，学生遇到不懂

的问题，教师应该积极地进行解答并对学生的探究成果给予鼓励

与肯定。“问题式”教学法的所有步骤都对学生与教师的关系有

重要的影响，教师应该放下自己的姿态与学生共同探讨问题，这

样师生之间的鸿沟就很好逾越了。

二、“问题式”教学法在物理教学中的有效实践

（一）问题提出有层次性和引导性

在物理教学中，有效实践“问题式”教学方法的核心在于问

题的设计需兼具层次性与引导性。这种方法的精髓在于激发学生

的内在动力，促使他们主动发掘问题、积极思考，并在自我探索

的过程中找到答案。这一过程的成效高度依赖于问题的合理设置。

若问题设置不当，不仅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还可能使学生

感到困惑或失去兴趣。所以，教师作为教学过程的引导者和设计者，

必须学会科学地提发出问题。这意味着问题应当循序渐进，从简

单到复杂，从直观到抽象，逐步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示例 1】：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当探讨“光的折射”这一

章节时，同样可以运用“问题式”教学方法来增强学生的学习效果。

光的折射是光学中的一个重要且相对抽象的概念，对于初中生来

说，直接理解其原理可能存在一定的难度。所以，教师可以通过

精心设计的问题链，引导学生逐步深入，从而掌握这一知识点。

教师可以首先提出一个贴近生活的情境问题：“当你把一根

筷子斜插入水中时，从水面上看，筷子似乎在水面处‘折断’了，

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立即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了他

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接着，教师可以进一步提问：

（1）你能猜测一下，光线在从空气进入水的过程中，传播方

向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2）我们如何通过实验来验证你的猜测？需要准备哪些器

材？

（3）在实验过程中，你观察到光线是如何从空气摄入水中的？

入射光线、折射光线和法线之间有什么关系？

（4）你能总结出光的折射定律吗？即入射角、折射角和介质

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这些问题不仅具有层次性和引导性，还针对了光的折射这一

疑难知识点进行了深入设问。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动手实验、

观察、分析数据，最终能够自主总结出光的折射定律，从而深刻

理解和牢固掌握这一知识点。这样的教学过程也培养了学生的实

验能力、观察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二）真实情境的应用

在初中物理教学中，一个生动且贴近生活的真实情境应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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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探究“光的直线传播”现象。教师可以设计一个简单的实验，

利用手电筒、纸板以及几个小孔来模拟光的传播路径。教师先让

学生准备一张大纸板，并在其上开几个不同位置的小孔。接着，

让学生在一个较暗的环境中，用手电筒作为光源，对准纸板上的

一个小孔照射。此时，学生会观察到光线穿过小孔后，在纸板背

面的屏幕上形成了一个光斑。

问题 1：学生如何改变手电筒与纸板小孔之间的距离，观察

并记录光斑大小的变化？这一步骤在让学生直观感受光在传播过

程中，随着距离的增加，光斑会如何变化

问题 2：学生能否尝试用一条直线连接手电筒、小孔和光斑

的中心，并讨论这说明了什么物理原理？学生通过这一步骤将理

解到光在同一介质中是沿直线传播的。

问题 3：如果增加纸板上小孔的数量，并调整它们的位置，

让学生观察光线通过多个小孔后在屏幕上形成的团，这又能说明

什么？这一环节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的探索欲，让他们理解光的

路径传播以及小孔成像的基本原理

学生通过实验体验到光的直线传播现象，还能通过观察和记

录数据，加深对物理概念的理解。这种教学方式培养了学生的观

察力、实验设计例和科学探究精神，符合初中物理教学的目标和

要求

（三）日常生活的应用

1. 在初中阶段，学生们往往都参与过或观看过拔河比赛，这

是一个既充满乐趣又能展示摩擦力作用的绝佳例子。教师可以这

样引导学生思考：

（1）当两队队员紧握绳索，全力以赴向后拉时，是什么力量

让双方僵持不下，甚至最终决定胜负呢？

（2）比赛的胜利，是队员身上哪些摩擦力的因素决定的呢？

在拔河比赛中的其中一方面是每位队员为了保持稳定并发挥

最大的力量，都需要通过双脚紧紧踩住地面。这时他们与地面之

间产生了巨大的静摩擦力，这个摩擦力的大小取决于队员的体重、

鞋底与地面的粗糙程度以及他们用力踩地的程度。只有当这个静

摩擦力足够大时，队员才能稳稳地站在地上，将力量有效地传递

到绳索上。另一方面，队员的手与粗糙的拔河绳索之间也产生了

显著的摩擦力。为了不被对方轻易拉走，队员需要用力握紧绳索，

增加手与绳索之间的正压力，从而增大摩擦力。这种摩擦力帮助

队员将自身的力量通过绳索传递给对方队伍，形成对抗。因此在

拔河比赛中，两队之间的胜负不仅仅取决于队员的体力，更取决

于他们如何有效地利用摩擦力这一物理原理。教师通过这样的例

子，让学生将摩擦力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还激发了他们探

索物理现象背后原理的兴趣，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物理素养。

2. 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匀速直线运动与变速直线运行的对比”，

它通过对比两种基本的直线运动形式，帮助学生建立对物体运动

状态变化的基本认识，为日后学习更复杂的运动形式打下基础。

教师通过两个简单的实验来引入话题。实验一，让一个小球从斜

面顶端以很小的角度滚下，由于斜面光滑且角度固定，小球将沿

着斜面做近似的匀速直线运动（这是在理想情况下）。实验二，

改用弹簧将小球水平弹出，小球在空中将做变速直线运用（忽略

空气阻力时，实际上是抛物线运动，但在此处可简化为水平方向

的变速直线运动来讨论）。通过上述实验，教师提出以下问题引

导学生思考：

（1）在两个实验中，小球的运动速度有何不同？你是如何判

断的？

（2）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小球运动速度的变化？

（3）你能举出现实生活中哪些例子是匀速直线运动，哪些是

变速直线运动吗？

第一，学生通过观察理解匀速直线运动和变速直线运动的基

本特征，即速度是否保持不变。第二，学生通过讨论认识到力是

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而且发现在第二个实验中，弹簧的弹

力使小球获得了初速度，重力则逐渐改变小球的运动变化。第三，

学生举了汽车启动在平直公路上匀速形式是匀速直线运动的例子，

而汽车启动或刹车过程中的运动则是变速直线运动的例子。学生

通过这三点的学习，不仅加深了对匀速直线运动和变速直线运动

的理解，还能体会到物体运动状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更有效的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索欲。

三、结语

新课标背景下，“问题式”教学有思维性、主体性和问题化

的明显特点，其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不仅有助于优化教学

过程，而且可以提高学生物理的思辨能力。初中物理教学是基于

问题引导，所以教师在准备环节，要将“问题”和重要的知识点、

易错点与难点串联在一起，这样才能全面提高物理的教学质量，

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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